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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
周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
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
的使用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市住建局最新数据统计，2024年我
市新增绿色建筑1041万平方米，完
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96万平方米。
8个项目入围省级绿色建筑示范项
目，数量蝉联全省第一。

千万平方米绿建空间提升人居品质

自“十四五”以来，我市扎实
推进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等相
关工作，在城市建设中始终将建
筑节能放在重要位置，倡导建筑
绿色低碳设计理念，相继出台了
《无锡市推进碳达峰目标下绿色
城乡建设行动方案》《无锡市“十
四五”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规划
（2021-2025年）》《无锡市城乡建
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等文件，
促进建筑节能工作走向规范化。

一系列绿色建筑技术的应
用，一栋栋高品质建筑的落成，
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走上绿色、
低碳、循环的科学发展轨道，为民
众打造了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
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的居
住环境。

“从地块出让到竣工验收，
无锡将绿色建筑标准嵌入审批
全流程，形成闭环监管。”市住

建局建筑节能处处长祝付玲表
示，后续我市将面向老旧小区、
公共建筑等逐步进行节能化改
造，让更多市民享受到绿色建
筑发展带来的宜居硕果。

市住建局建筑节能处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无锡绿色建筑的

发展，不仅是对传统技术的革
新，更是在用实际行动落实“双
碳”目标。当政策、技术与需求
形成共振，绿色建筑正从“可
选项”变为“必选项”，驱动房地
产市场朝着低碳、可持续方向
转型。 （叶肖瑶）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
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正式发
布。其中提出，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

产。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
记颁证。探索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

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
的有效实现形式。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
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
农村占地建房。

“这主要是对过去存在的购买小产
权房，侵占农地发展非涉农产业，特别是
私家别墅、高尔夫场、类房地产等。”广

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李宇嘉解读称，在现有基础下，农

地、农房发挥着对三农的基础保障功
能，因此要严守农地、农房的原本用途。

他表示，在农民自主自愿的情况下，
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可以
转包、出租、入股、合作等形式，让予城市
居民、投资主体，做观光生态农业、乡村
民宿、农产品深加工等与三农相关的用
途。这样，一方面能提高农业产业化、现
代化的水平，另一方面还能解决农民就
近就业和社会保障。

文件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机制。推动转移支付、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与农业转移
人口市民化挂钩。完善全国公开统一的
户籍管理政务服务平台，推行由常住地
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
有条件的城市逐步将稳定就业生活的农
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住房保障政策范
围。进一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义务教育
阶段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比
例。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
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这意味着，农民在就业地城市享有
公共服务的权益，不能以退出土地权益
为条件，不能强迫。也就是说，农民既可
以享有土地权益，也可以同时在城市享
有公共服务的权益。包括在城市落户，
也不能退出土地权益，因为土地的保障
功能，在短期内还无法退去。对于农民
来说，万一在城市无法扎根，还可以退回
到农村，这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保障。”
李宇嘉说。 （中国经济网）

宅基地红线重申：
城镇居民禁购农房
农民进城无须“断后路”

节能逐节能逐““绿绿””
无锡建筑绿色化进程加速无锡建筑绿色化进程加速

循环生态网走出资源再生新路径

在绿色建筑的技术革新中，
“节能降耗与资源循环利用”双
重引擎正协同发力。除了建筑
节能带来的经济性与舒适性提
升，资源集约化应用同样成为
低碳社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步入凤鸣江南示范区内，多
重植被构成的生态屏障隔绝了城
市喧嚣，下凹式绿地与雨水花园
交织成“海绵网络”，节水喷灌系
统正将循环水化作晶莹水雾，为
满园绿意注入生机。“喷灌用水循
环使用，雨水会通过透水混凝土
渗入地下，经过过滤、消毒后重复
使用。”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除此之外，中海·阅澄江项目

构建起“能源—水源”双链体
系：通过一级能效空调锅炉
实现热能梯级利用，同步
将非传统水源经净化后
用于绿化灌溉及道路清
洗，提升社区水资源再生利
用率。无锡旭辉城则以“海绵
社区”为基底，通过下沉式雨水
花园和生态调蓄池形成动态水
循环网络，结合回收装置与智
能防漏节水器具，形成“集水—
净水—节水”闭环，减少公共用
水消耗。

市建筑行业协会专家认为，
资源“开源”与“节流”并重，一方
面能够缩减项目运营成本，另一

方
面 也
能够推动
建筑从能源
消耗体向生态
价值体的转型，为城市可持续发
展提供可复制的样本路径。

一系列规划政策赋能无锡绿建升级

一二级节水用水器具、雨水
循环装置、“3玻2腔”玻璃标准
……近年来，在践行“双碳”理念
的驱动力下，无锡市持续推动建
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装配式
建筑推广应用、提升建筑领域可
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及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等工作，绿色建筑发展始
终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位于滨湖区的凤鸣江南作为
超低能耗建筑试点项目，致力于
运用超低能耗理念，推进建筑绿
色低碳转型。“相较于普通二星住
宅，项目配备了空气质量监测系

统，能够实时监测PM10、PM2.5、
CO2浓度，准确反映室内空气质量
状况。”凤鸣江南项目总经理丁浩
介绍，项目从规划之初就按照绿
色高标准建设，在施工过程中更
是运用多项绿色施工技术，虽尚
未交付，已荣获多项建筑节能奖
项。

据悉，这座以“绿建三星”标
准打造的社区，从土建施工到室
内装修，整体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不低于70％。其中，外墙保温棉
厚度由30mm增加到60mm，将
外窗玻璃由普通的“2玻1腔”中

空玻璃提升为“3玻2腔”标准，可
降低户内供暖空调负荷15%。

绿色建筑在保证低碳的同
时，还能为市民带来舒适的居住
体验。市民朱女士原来家住一个
老旧小区，搬入某绿建二星住宅后
表示：“新房子设置新风系
统，保温性、气密性更好，
舒适度提升了，并且
更省钱，一个月电
费比以往要节
省 差 不 多
30%。”


